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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兽”归笼还需织密保护网

　　阔别校园3月有余，
北京 4.9 万高三学生昨起
回到校园。目前，北京
各个学校开学准备完毕，
全市 254 所学校迎来高
三年级学生返校复课。
　　校园里朗朗的读书
声是一个社会恢复正常
秩序的重要的标志。随
着疫情的平稳，“神兽”
归笼成了众望所归。什
么样的情况下才可以开
学？教育部曾明确提出
疫情没有得到基本控制
前不开学，学校基本防
控条件不具备不开学，
师生和校园公共卫生安
全得不到切实保障不开
学的“三项基本原则”。
　　从国内来讲，已经
有一个月左右的“双清
零”了，在教育部举行
学校疫情防控专家报告
视频会上，钟南山、李
兰娟、张文宏三位专家
也一致支持复课。就北

京而言，已连续保持 10
天境外输入病例、本地
确诊病例增长“双零”。
按照中国目前的传播系
数，可以复学，但要确
保“零风险”，既不现
实也不可能。在这样的
情况下，复学无疑是对
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莫
大考验。
　　确定返校只是一个
开端，后续还有大量工
作要做。目前，北京各
个学校的防疫物资已就
位。根据北京市教委公
布的数据，现有应急备
用口罩 235.3 万个，消毒
液储备 27.3 万升，测温
门 258 个，测温枪 6333
个，手套 25.4 万副，防
护服 4160 套。有的还为
高三、初三困难学生每
人准备了包括 50 个口罩
在内的防疫“爱心包”。
　　人员密集，流动性
很大，涉及上课、用餐

等诸多问题，这些才是
对校园防控的最大挑战。
为此，除了精确排查全
体师生健康和筹备好充
足的防控物资之外，学
校还要建立行之有效的
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对
复课后的卫生消毒、错
峰就餐、健康监测、应
急处置等作出详细的规
定。此外，专业的事情
要由专业的人来做，学
校要积极寻求疾控部门
和医院的专业人员进校
指导，实现科学精准管
理，构筑起学校疫情防
控的严密防线。惟其如
此，才能为师生保驾护
航，让孩子们安心坐在
教室里好好学习。
　　高三年级开学后，
线上线下教学将相互结
合，是北京所特有的做
法。为了战疫的需要，
高三学生的上下学时间
为上午 9点半至下午 3

点半，与平常相比，在
校时间显得严重不足。
线下进行必需的讲解、
辅导之后，线上进行个
性化资源的推送以及个
性化答疑，无疑可以有
效弥补在校学习的疏漏。
此外，这也可以为没能
复课居家学习的少数同
学提供便利，确保教育
公平。
　　疫情防控并不只是
学校行为，家长也应该
密切配合。张文宏曾特
别提醒家长，孩子的感
染不取决于孩子本身，
而取决于家长。最怕
的是我们家长感染了，
感染给孩子，孩子又传
染给了别的同学。所以
千万不要觉得把孩子送
进学校就不管了，家长
首先要做好自己的防护。
只有我们整个社会处于
一个健康的生活体系中，
孩子们才能尽快安全复

学。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在外来输入造成国内的
继发感染随时存在的情
形下，疫情还存在诸多
变数。近段时间，青岛
胶州和哈尔滨等多地就
先后出现一定的“反复”，
开学返校也因此有所调
整和延迟。对此，家长
应该保持充分的理解，
切莫一有问题就激动不
已，给防控大局施加不
必要的压力。
　　进入战疫下半场，
防控和复工复学都不能
耽误。复学过程中面临
着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如何做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条件下学校开学工作，
平衡好复学、恢复经济
和抵御外来输入扩大感
染的关系，需要联防联
控、群策群力，才能为“神
兽”们织密保护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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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五岁女童脱衣：低龄游戏不容藏污纳垢

　　据新京报报道，4月
26 日，五岁女童王小云
（化名）的家属反馈，
孩子在玩《迷你世界》时，
有人教她拍摄和发送隐
私照片，并嘱咐“不能
告诉妈妈”。家属之所
以发现，是正好看见了
王小云在家中脱下衣服，
对着移动设备拍照。
　　低龄游戏内容的健
康，从来都不是“儿戏”。
拿《迷你世界》而言，
这是款针对青少年和儿

童的沙盒游戏，其官方
去年宣称，已有“上亿
青少年用户”。这么多
未成年人用户，却出现
色情诱导的内容，这让
我们不得不去思考：该
如何给孩子一个健康的
网络成长空间？
　　不可否认，对于孩
子的上网行为，家长们
负有监护之责，可在此
之外，负有管理责任的
专业平台，是否也应有
像涉事高中生那般起码

的发现问题、侦查问题
的自觉与能力呢？
　　值得一提的是，这
款游戏并不是第一次被
曝出涉黄问题。就在 4
月 7日，游戏方刚发文
称进行整改，4月中旬表
示通过多重手段对有害
信息进行筛查。但即使
在这种“严格整改”后，
记者发现《迷你世界》
仍没有阻断涉黄地图。
　　虽有提醒与警告在
前，类似涉色情诱导的

错误还是继续犯。这到
底是能力问题，还是态
度问题，值得追问。
　　在游戏方的自辩中，
提到了“升级安全审核
系统和词库过滤筛查功
能”，但涉黄内容频现，
至少表明技术补缺还不
够，或者在技术之外仍
需加强人工审核。
　　随着移动互联网甚
至互联网的普及，未来
人们的生活将越来越深
地嵌入网络，新生代的

儿童生于网络、长于网
络是必然趋势。正如我
们在现实中要为他们保
驾护航一样，在网络世
界里，也要有健全的、
灵活的防护之网。这也
需要家长、平台、监管
部门、司法机关等多方
共同努力。
　　不管怎么说，连孩
子都不放过的涉黄内容，
轻易出现在低龄游戏中，
这不妥当，也不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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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猫虐狗成产业链？这是病，得治！
　　前不久，山东理工
大学学生范某因为虐猫、
在网上售卖虐猫视频等
情况，被学校予以退学
处分。如果说大学生的
这类行为，尚可以说说
加强生命教育这类观点。
但随着调查的深入，会
发现现状可能比偶发的
事件更沉重，只针对个
案的讨论已经不够用了。
　　澎湃新闻发布了一
段新闻视频，视频中有
志愿者卧底了几百人的
虐猫群，里面有人拍视
频、卖资源，甚至有直播。
虐猫群也与虐狗群互通，
大概也相互交流些“经
验”。不难看出，虐猫
虐狗已有“产业化”趋势，

它不是个体偶发的行为
失范，而是一个群体的
特殊癖好。
　　针对虐待动物的心
理机制，有不少研究。
国外研究刑事案件，发
现不少罪犯都有“麦克
唐纳症状”——尿床、
喜欢纵火和虐待动物，
而这些倾向，大多来自
于自己曾被虐待、忽视、
压抑的成长环境。
　　当然，这不是说虐
猫、虐狗者将来一定会
成为罪犯，只是说施加
这类暴力行为，极可能
是源于自身心理异常。
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可
以当作一种“病”，施
暴者自己也该直面。

　　值得注意的是，往
往牵涉猫狗的话题，在
互联网上常能吵起来，
比如能不能吃狗肉。但
在虐猫虐狗的议题上，
却近乎是一致的谴责。
或许可以这样理解，炫
耀性的暴力、不必要的
残忍，已经突破社会共
识的底线了。食用肉类，
因为必要尚在一定的讨
论空间之内；但发泄性
的虐待，文明社会是不
可能接纳这一幕的。
　　因此，虐猫虐狗成
产业链，它本质上也是
社会应当医治的“病”。
但是令人担忧的情况是，
对虐猫虐狗者，往往网
络挞伐铺天盖地，但落

到现实生活中，几乎无
能为力。
　　从现状看，虐猫虐
狗的行为已经引发了相
当的普遍不适，如缺
乏禁止性规定，这个产
业链延展到什么地方也
很难说了。而且这类行
为如果泛化，就有可能
正常化，无论是当事人
还是社会层面，甚至都
认识不到这从心理学上
讲是一种病症。一个个
300 人大群蔓延开，恃强
凌弱的暴力会不会被膜
拜？显然，从现在的共
识看，人们是不愿看到
这一幕的。
　　该不该从法制层面
禁止虐待动物，如何界

定虐待动物的行为，如
何制定相应的法规，或
许也到了可以讨论的时
候。该强调一下的是，
专门立法保障一下动物，
真不是“闲”的。如何
对待人类社会中的弱者、
哪怕是动物，本身也构
成了社会价值体系的一
部分。
　　社会达尔文主义不
符合文明标准，我们的
生活不该是“谁强谁有
理”。任何生命都有自
己的尊严，都不该被随
意践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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